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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去世后，儿女们能齐心协
力，克服种种困难，出版《沙旅书法
选集》，以实际行动，报答父母养育
之恩。令人敬佩！

吾不懂书法之道，仅喜浏览欣
赏。平生最爱看毛泽东之手迹，见毛
体独创之风格，那磅礴的气势，吞山
河，造日月。常狂想，按此流线，此
意境，编一套拳路，行一路剑法，怕
无武林高手能敌。

书法浅见：笔走龙蛇，之所以大
成，是集诗词之功，否则有肉无血
也。诗词以志行云，其气概横扫华
夏，飞跃于字里行间，一气呵成，惊

天动地之势，以之为本，不动刀枪，
可胜敌兵百万。反复学习《沙旅书法
选集》的参考照片（精彩部分），很
受教育。老前辈是位有理想、有生
活、有情意、有追求、有水平的书法
家。

理想者：细录世上名人的诗句，
得其所长，施己锋芒，仍是同道之人
也。

有生活：戎马一生，以军旅为
家，写诗作词，显军人本色。驰骋南
北，握手中之笔，扬我军神威终身奉
献者也。

写情意：“和三儿”亲情意浓，

赠外孙女“导师名训”，字里行间皆
埋意深深。“园毋窥”教育得法，长
辈之道。是得儿孙敬仰德高望重之人
也。

重追求：选集中，最入我眼者，是
“醇粹之中，清雄之气，俯视一切。”“写
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这两
条。这是书法成家，必须有的追求，是
一定要去实现的目标。选集中的笔者
正是如法炮制之人也。

总之，选集是本好书，传承了老
祖宗书法。在电脑、计算机横行之年
代，书法怕要日益没落。这册子也算
是一种抢救，功德一件。

余慧送我一本她的散文集《不期而
遇》。我仔细一看封面，还有一位作者：
赵宇轩，原来是母子同出一书！这就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妈妈写文章教育儿子，
而是妈妈的文章儿子的文章放在一起，
一锅炒了之后端出来的一盆美食。

如皋文坛已经有四五盆这样的美
食供我们品尝了，我们欣喜不已。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一代胜一
代，教育子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
每个做父母的追求和心愿。自古至
今，不少名人学者写下了流传百世、
脍炙人口的教育子女的感人诗篇。启
东陆慕松老师曾收集50多首加以生动
解读，从白居易《狂言示诸侄》到陆
游著名的《示儿诗》，从林则徐《赴
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到陶行知流传甚
广的教育诗……林林总总，灿灿烂
烂，他出版的一本《诗教花絮》只是
中国诗教文化的冰山一角。我还不知

天高地厚为他写了个序。一晃已是近
30年前的事了。

如今捧读余慧的《不期而遇》，眼
前呈现的则是别样的全新的格局，全
新的气象。书中妈妈“访人间”“旅行
札记”“笔随心动”“爱与被爱”各辑，显
示出女作家的清新细腻的特色，儿子

“少年行吟”一辑，质朴、稚嫩是必然的
发展阶段。即使在“与子同行”一辑中
有所交集，也并非育儿日记、妈妈手札
之类，说教是没有的。

古人的诗教也好，文教也好，全是
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居高临下，谆谆

教诲，所以字里行间的总不免“师道尊
严”的味道。余慧作为新时代的年轻
母亲，不仅有一双犀利的慧眼，而且有
一副科学的教育理念，完全和儿子不
论尊卑，平等相处，如同我们经常看到
的一个温馨画面：母亲和儿子一起并
肩坐在新华书店书橱下面的台阶上共
同享受阅读的过程，也牵手收获阅读
的快乐。

余慧，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忙碌
奔波自不待言，可贵的是，我们从《不期
而遇》中欣喜地看到她怎样在百忙中停
下脚步，与儿子同呼吸，陪儿子共思索，

与儿子齐成长。文化人很好地继承了
“诗教”的文化传统，并且以新的载体，新
的方式呈现出来，凸显了一个知识女性
的母性担当和教育智慧。

书画界有“师法自然”一说。大
自然里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揣摩。比
如自然界的精灵——鸟儿。鸟儿育雏
就是教孩子怎么飞，她们的好办法是
带着孩子一起飞，让孩子在自己身边
贴着父母的榜样一起飞……

网络春晚的“小海豚”也好，余
慧的《不期而遇》也好，展示给我们
的都是“一起飞”的母性光辉！

草长莺飞，万木荣滋的时节，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陶秉珍《植物的
生活》。它，还是去秋从“孔网”淘
来的一本旧册。虽系科普读本，文
风浅近，一篇篇小品文，引人入
胜。

陶秉珍(1897—1952)，浙江萧
山人，著名植物学家。早年留学日
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
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当过湘
湖农场场长。著有《昆虫漫话》《植
物的生活》等30余部书籍。

201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凤
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
研究员季剑青主编了一本《鸟兽草
木虫鱼》，文章选自民国期刊、书
籍，其中就有陶秉珍和贾祖璋、周
建人等人关于生物的科普读物。
2015年9月，新星出版社也再版了
陶秉珍的《昆虫漫话》。

《植物的生活》，“开明少年丛
书”，32开，1948年6月开明书店
初版。不过，笔者手头的一本，是

1951年4月3版。全书114页，插
图52幅（不少借用贾祖璋的《中国
植物图鉴》），装帧素雅。全书共收
文27篇，另征贾祖璋同意补入他的
一篇《常绿树》。言及贾祖璋，不得
不提他的代表作《中国植物图鉴》。
可巧，3月 12日植树节那天，从
《如皋日报》上读到彭伟的《早有耳
闻的〈中国植物图鉴〉》一文，欣
欣然。哦，彭兄存有一册哩。一
想，哪天回如于苇航书屋一睹书
影，岂不快哉？

言归正传，此书开宗明义，一
如陶秉珍先生在自序中所言：“抱着
介绍植物学的常识，并使读者领悟
自然界的根本法则的宏愿”，“不拘
于形态、生理的界限，选取植物的
共通生活现象做题材，用浅近的词
句，作科学的说明，写成短文”，结
集后“供初中学生用的植物学课外
学习书”。

细细读来，篇篇行文开头均有
优美的背景描写。如《新叶》写初
春的叶，拟人化手法，“暖洋洋的阳
光，唤醒了枝头上的冬芽；不久它
们就伸出一条生满绿叶的嫩枝来点
缀春景”。《新绿》写初夏的“新绿
之雨”，也诗意得不得了。“到了似
烟似雾，好像有意瞒人般，常常不
声不响地下着的春雨已看不到时，
接着来的，是雨脚似丝，落在叶上

‘沙沙’有声，听上去有爽利感觉的
初夏之雨；也有人叫它做初夏的

‘新绿之雨’。”如此不胜枚举。回
想，这比我们上初中时的《生物》
课本生动活泼多了。

还有让人意外惊喜者，是翻读
之时，书页里飘出了一纸泛黄的发
票、一片枫叶。新华书店长沙支店
门市发票，开票日期为1953年10
月8日，书价4500元（旧币）。而
今，我5元淘得此书，可谓价廉物
美矣！何况，悦读的好心情，岂止
以物超所值所可比拟的呢？而那片
脉络分明的红叶，因了此书来自长
沙，不知怎的，教人不禁念起长沙
岳麓山下清风峡中的爱晚亭，还有
那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

春和景明，绿植盎然，捧读此
书，真是“书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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